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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开区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
活发展动力。该区10家企业参加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安庆地方赛，6家企业获奖，2
家企业分获市级一、二等奖，顺利晋级省
级决赛。搭建企业创新平台，加快创新平
台建设发展，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体系建
设。目前，该区4家企业在省股交中心首
批科创板挂牌，6家企业正在申报第二批
科创板或专精特新版。积极组织鸿庆精
机、鸿錡机电、三维电器等申报省第四批
重大新兴产业工程和重大新兴产业专项，
组织环新集团申报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安
簧公司申报省级工程研究中心、中船动力
申报省第三批重大新兴产业专项并获公
示。引进高端领军人才，引进以楚詠焱为
代表的楚航科技高级驾驶系统研发核心
团队。积极组建专家顾问团队，已聘请中
科院物理所博士生导师黄学杰、合工大机
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黄康等5
位专家担任首位产业发展顾问，近三年共
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近300名。加快科
技成果转化，加大技改投资力度，“真金白
银”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扩大生产，走高端
化、绿色化、集约化转型之路。1-7月份，
该区完成技改投资20.3亿元，兑现2019
年科技促进专项政策资金520万元。积
极引导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建立合作关
系，今年以来多次对接中科院物理研究
所、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工程大
学、安庆师范大学等高校，截至目前已开
展产学研对接活动4场，促成产学研合作
协议6个。 经开区

市经开区
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望江县多举措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一是滚动式排查，紧盯信访维稳、
网络舆情、生态环境等风险点，梳理台
账资料、搞好数据分析，开展专门踏勘、
组织专题研讨，对各类风险隐患及时发
现、有效界定、动态调整。今年以来，共
排查11个领域111个风险点，其中重大风
险点10个。二是清单式整治，制定《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清单》，对排查出
的重大风险分类分项，每月滚动摸排，
双周调度会商，制定386条措施，已完成
157条。三是跟进式督导。落实包保领
衔、协调防控工作制度，将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责任落实作为“三个以案”警示
教育内容，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
合考核，作为领导干部奖惩任用重要依
据。四是优先性保障。抽调精干力量
成立工作专班，优先保障工作经费、支
撑设备，加强能力培训，目前已组织开
展11期专项培训。 望 办

望江
多举措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迎江区曙光社区进一步增强落实
好减税降费措施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
主动性，在辖区吾悦商圈内持续开展减
税降费政策宣传活动，确保商圈经营户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助推安庆高质量
发展。开展政策普及，减税政策学懂弄
通。曙光社区组织社区、吾悦商管公司
工作人员、商圈经营户先自学减税降
费、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等政策，
后集中的学习工作法，让经营户第一时
间知晓小微企业普惠新政和减税降费
措施。多渠道宣传，减税政策宣传到
位。通过设立宣传站、发放宣传册、入
户宣传等方式开展面对面政策宣传。
此外，充分利用吾悦远程文化广场、商
户电子屏、商户微信群等载体开展多渠
道、广覆盖的减税降费政策宣传，帮助
商圈广大经营户和纳税人准确理解和
充分享受。倾情服务，减税政策落地生
根。社区工作人员联合税务部门人员，
走访商圈内的经营户，了解他们的经营
状况，对照政策，耐心解答经营户关心
的涉税问题，确保经营户涉税诉求有处
提、疑惑有人解、事项有人办，不断提升
经营户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张亚云

迎江曙光社区
助推安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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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岳西县是一个纯山区县，气候温凉，光照充足，雨量充沛，为栽桑养蚕提供了优良土壤和自然环境。据岳西
县志记载，岳西农民取叶养蚕历史悠久，可上溯到1500年前。

从传统养蚕到科学养蚕应用；从一家一户的手工劳动到工厂化养蚕试点；从单一产业发展模式到资源综合利
用多元化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岳西县蚕桑产业经过不断探索、改革、扶持，年产茧量从5.1吨提高到3553
吨，桑园面积从650亩增长到7.5万亩，成为安徽省首个“中国蚕桑之乡”。

七十年间，经历了“黄金时代”，走过“低谷回升”，岳西蚕桑产业在起伏中向前。

七十年“蚕海桑田”
本报记者 常 艳 通讯员 徐进群

处暑已过，岳西县田头乡柳
畈村蚕农柳向阳的早秋蚕已过三
眠，接下来的十几天里，正是用桑
的高峰期。柳向阳这些天忙着采
桑、上桑，为了3万多头“蚕姑娘”
的口粮，他一天要忙十几个小时。

“蚕在蜕皮的时候不吃不喝，
我们就把这个阶段称为‘眠’，蚕
的一生要经过五次蜕皮，五眠之
后，就要上蔟、结茧。而三眠之后
用桑量最大，也是养蚕最忙最累
的时候。”柳向阳说。

柳向阳今年 52 岁，这是他
养蚕的第35年。说起养蚕方式
的变迁，他记忆犹新。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土
地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岳西县也不例外。桑树随地

划分到户后，养蚕由原来的以生
产队集体饲养，转变为分散到一
家一户饲养。柳向阳也正是在那
个时候，踏上了养蚕之路。

“每年5月 1日-15日，每个
乡镇的技术员会从县农委领回蚕
种，再发给每家每户。蚕种装在
小盒里，约 13 克，孵化后约在
2.5万头左右。”柳向阳说。

将盒子里的蚕种倒入一张纸
上，再用石灰和蚕药将蚕种围
住，一天不能见光，到第三天，
小蚕就孵化出来了。孵化的过程
叫催青，催青之后，蚕农忙碌的
养蚕工作才刚刚开始。

柳向阳告诉记者，小蚕孵化
后2个小时内，要把小蚕移到蚕
匾上，开始上桑。小蚕细嫩，采

回来的桑叶必须剪成面条粗细。
之后桑叶的宽度要根据蚕的大小
不断变宽。尤其到了四眠和五眠
之后，蚕要连续吃七八天桑叶，
每天就是采桑上桑，一张蚕种一
季约需要消耗桑叶1600斤。

此外，除蚕沙也是一个麻烦
事。“一眠到三眠，每眠除一次
沙。四眠和五眠期间，因为食量
大，每隔一天就要除一次。除沙
时，还将蚕移到另一个蚕匾上。
两三万头，需要忙上好半天。”
柳向阳说。

催青、采桑、剪桑、上桑、
除沙、换匾……蚕农养蚕每天从
清晨忙到深夜。为了减轻劳动
量，提高产量，传统养蚕方式也
在进化。

一家一户催青效率不高，岳
西县开始推广小蚕共育技术，培
养共育员，建设小蚕共育室。
2006年，还投资80万元，建成
一座现代化季催青10万蚕种催青
室，一日孵化率达98%以上。同
时不断改进和引进新的桑树品种
和蚕种，达到高单产、高质量、
高效益的目标。

记者在岳西县蚕桑产业发展
局了解到，蚕桑是岳西县五大农
业特色产业之一，全县24个乡
镇中，产茧乡镇达15个，现有蚕
农1.67万户，仍以传统养蚕方式
为主。由于传统蚕桑生产耗时耗
力，每人每季最多只能养1张蚕
种，全家出动，最多也只能养1.5
张。

传统养蚕：
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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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蚕桑生产是一家一户
的手工劳动，蚕一生25天左右，
体重要扩大1万倍，食桑又集中于
十余天，此阶段，桑园管理、大蚕
饲养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制约着
蚕桑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
高。2018年，岳西县开始试点工
厂化养蚕。

走进岳西县莲云乡莲塘村，
一排标准化养蚕大棚进入视线。
走进大棚，眼前豁然开朗。七排
地蚕整齐排列，每排地蚕宽度在
80厘米，三四名蚕农正沿着地蚕
按顺序铺上桑叶。

莲塘村党总支书记储身玉介
绍，过去我们村养蚕是一家一户
的，今年采取“村集体+公司+合作
社+农户”模式，从农户手中流转
了 230 亩田地建桑园，建设了

5000平方米养蚕大棚，进行工厂
化养蚕试点。

工厂化养蚕与传统养蚕有何
不同？兴炜种养专业合作社技术
指导王红卫介绍，从养蚕模式到
桑树品种，从控温控湿到桑园管
理，各个方面都有别于传统养蚕，
充满科技含量。

记者看到，大棚前端安装着
水帘，水帘下是纸制格栅板，水帘
打开后，纸制格栅板缓缓浸湿，大
棚后方的风机开启，加速空气流
动，一股清凉感顿时袭来。

“大蚕时室温不能高于30摄
氏度，干湿差控制在1.5。过去控温
只能通过窗户，现在不但精准，而
且迅速。看，现在温度已从32摄
氏度降至28摄氏度。”王红卫说。

控温控湿只是工厂化养蚕的

一个方面，提质增效的重点还在
于桑园的管理。

走出大棚，周边桑园里一片
嫩绿。与传统桑园相比，这里的
桑树低矮，只有1米左右，而且枝
条细软、生长迅速。

王红卫介绍，过去桑树为片
桑，就是采摘一片一片的桑叶喂
蚕。新引进的品种为草木桑，也称
条桑。蚕农不用再一片片采摘桑
叶，而是如割韭菜一样连枝条一起
收割。这样的方式，比传统方式节
省三分之二的工时。而且只要肥
水跟得上，一个月就又能长起来。

不仅如此，草木桑收割后，一
条条带着桑叶的桑枝可直接铺于
80厘米宽的地蚕之上，并通过改
变每次上桑的方向，形成层层架
空状态。蚕在食桑过程中，一步

步向上，蚕沙直接落于架空的底
部，也省去了除沙的时间。

“过去我自己家养蚕一天忙到
晚，现在只要去田里收割一两次，八
小时上一次条桑就行，轻松多了。”
正在大棚做工的蚕农余育花说。

有了科学技术的加持，工厂
化养蚕效益明显。“一季可养50张
种，全年可养500张，1张种可产
100斤蚕茧，以20元一斤的保底价
计算，年产值达100万。”兴炜种养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炜说。

岳西县蚕桑产业发展局负责
人刘军介绍，2018年开始，岳西县
开展蚕桑草本化栽培、工厂化养
蚕试点工作，从过去一人一季只
能养1张蚕种，增加到一人一季可
养3张。同时，桑源集中管理，产
茧标准统一化，出售价格有保障。

工厂化：
科技为养蚕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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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西是纯山区县，气候温凉，
光照充足，雨量充沛，为栽桑养蚕
提供了优良的土壤和环境。

据岳西县志记载，岳西农民
取叶养蚕历史悠久，可上溯到
1500 年前。1949 年，新中国成
立，之后的30年里，岳西蚕桑
事业也进入探索发展时期。通过
不断改进引进新的桑树品种和应
用新蚕品种，全县桑园面积达
5486亩。

改革开放之后，岳西蚕桑进
入持续发展阶段，1980年至1995
年平均年增产达130.3吨。

“这段时期堪称岳西县蚕业发
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其主要原
因：一是中央改革开放政策好，二
是解放了生产力，三是国际市场蚕

丝价格上涨，激发了蚕业广大蚕农
的积极性。”刘军回忆道。

经过了“黄金时代”，岳西蚕
桑事业进入改革调整期，通过巩
固完善基础，调整优化布局，依靠
科技主攻单产，狠抓蚕茧质量，不
断提高蚕桑生产的科技水平，实
现蚕桑生产的恢复性增长。

经过10年调整，加上国家级
“东桑西移”项目的机遇，岳西
蚕桑事业迎来攀升，蚕桑被列为
岳西县优先发展的三大农业特色
主导产业重点扶持，出台《关于
加快发展蚕桑产业的决定》 和
《岳西县蚕桑产业建设实施方
案》，并安排了专项资金进行重
点扶持，发展进入快车道。

一组数据见证着岳西蚕桑事

业七十年的变迁。1949年，桑园
面积 650 亩，年产茧 5.1 吨。到
2018 年，桑园面积已达 7.5 万
亩，年产茧3553吨，产值已达
1.51亿元。蚕桑生产规模连续10
年位居安徽省第一。

围绕蚕桑产业，蚕桑的资源
综合利用也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从传统的“一粒茧、一根
丝”单一产业发展模式向“一片
桑园、一系列资源”多元化发展
模式跨越。

桑枝食用菌让废弃桑枝变
“宝藏”，2018 年生产桑枝木耳
600多万棒，年产值达4000多万
元；桑枝系列工艺品，工艺精
湛，远销欧美；“岳西桑皮纸”
被故宫选为倦勤斋修复装裱唯一

专用纸，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桑叶茶、桑果干、桑果
醋、桑叶面条等产品批量上市。

传统的蚕桑产业也带动了茧
丝绸工业发展。岳西现有4家茧
丝绸加工企业中，省级、市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占据一半，
2018年实现工业总产值6亿元。

2018年，岳西县获得安徽首
个“中国蚕桑之乡”称号，殊荣加
身，发展不停。刘军介绍，接下
来，岳西还将扩大蚕桑基地规模，
推广应用高效省力化养蚕技术，
并结合“三变”改革，创新规模化
生产新模式，采用“丝绸+旅游”模
式，打造产业示范园区等措施，提
高养蚕效率和效益，促进产业提
质增效和转型升级。

七十年：
从一粒茧到蚕桑之乡

8月29日，岳西县来榜镇来榜村新河组产业示范基地内，
昔日的贫困户徐礼贤正在打理果园。为提升农户“造血”功
能，岳西县推进“四带一自”扶贫措施，如今全县每个贫困户有
两项以上“长短结合”的稳定增收项目，每个贫困村有两个以上
特色产业基地，贫困户特色产业收入达到脱贫总收入的50%以
上，成了重要的稳定收入来源。 通讯员 徐进群 摄

特色产业助农户“造血”
怀宁县石镜乡邓林村新屋组村村民查志鹏，今年3份

回乡投资20多万元，成立石镜乡乡源食用菌种植专业合
作社种植竹耳，第一期挂棒1.8万棒，生产干竹耳3000余
斤，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销售收入达
70多万元。同时，合作社还安排本村7名贫困户就业，1
户贫困户合作种植。 通讯员 檀志扬 胡浩 摄

特色种植富农家

近年来，太湖县新仓镇在民生工程“三大革命”工作
中，坚持整体推进，以文明创建为抓手，引导群众积极投身
环境整治工作，真正让乡村美起来，亮起来。图为整治后的
茗北村新貌。 通讯员 李钟明 摄

让乡村美起来


